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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的医学教育要求将课程思政融入专业教育，以体现“立德树人”的理念。本文以《组织学与胚胎学》

中《心血管系统的发生》为例，探讨课程思政理念下的教学方法，将教学设计、教学过程及教学成效进

行分析，并总结存在的问题。为完善《组织学与胚胎学》的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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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medical education requires integrating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o embody the concept of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integrity and virtue”. This 
paper takes the example of “The Occurrence of Cardiovascular System” in “Histology and Embryol-
ogy”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teaching methods under the concept of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education, analyze the teaching design, teaching process, and teaching effect, and summari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It provides new ideas for improving the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
cation construction of “Histology and Embry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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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在培养人才的同时，越来越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学生正确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思政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日益凸显[1]。医学教育不仅是教授

学生治病救人的方法和技能，更要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理想信念，引导医学生以科学的眼光看问题，促

进医学生修身与修心[2]。《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指出，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树立了大卫生、

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这对医学教育者和医学生以及医务工作者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3]。近年来，立德树人已成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在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全面推进了我国课程思政的建设[4]。明确了课程思政建设的目的、要

求和重点内容。针对医学类专业，《纲要》指出，要注重医德医风教育，着力培养医者精神，加强医者仁

心教育[5]。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的结合，更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生的个人综合素质，从而保

证教学质量[6]。《组织学与胚胎学》是医学生在进入医学专业教育后最早接触到的专业课程之一，由组

织学和胚胎学两部分组成。其中组织学主要讲述正常机体的微细结构，胚胎学讲解人体胚胎发育过程。

将课程思政于医学学习伊始便与专业课相融合，能更加契合“三全育人”的教育方针，充分发挥立德树

人的教育理念，提升课程价值。 
本文以《心血管系统的发生》为例，为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进行科

研启蒙，将教学内容通过创新性实验等更多元化的方式呈现。 

2. 教学分析 

根据我校临床本科教育教学要求，2023 级临床医学专业选用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四五”

普通高等教育本科规划教材《组织学与胚胎学》第 5 版，《心血管系统的发生》为本教材第二十六章。 

2.1. 教学目标 

根据宁夏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教学大纲和人才培养方案，设定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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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知识目标 
构建胚胎早期血液循环体系；描述心脏外形的演变；复述心脏内部的分隔并归纳常见的先天畸形；

区别胎儿血液循环和出生后血液循环的变化。 

2.1.2. 能力目标 
能够独立演示心脏外形演变及内部分隔过程；能够整合心脏外形建立和内部分隔同时发生的过程。 

2.1.3. 素质目标 
(1) 核心素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探索生命起源的欲望；对学生进行科研启蒙，培养对生命、对

实验动物的敬畏之情；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人文情怀，为临床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2) 课程思政元素：学习科学家执着追求的精神，提升自身的科学素养；探索生命发生的奇迹，建立

珍爱生命的价值观。 

2.2. 教学重点与难点 

2.2.1. 教学重点 
心脏外形的建立。应对措施：(1) 联合视频及动画讲解；(2) 配合手势演示，让学生在自己模拟的过

程中理解。先天畸形。应对措施：(1) 对比正常心血管系统发生过程；(2) 联合模型及动画讲解。 

2.2.2. 教学难点 
心脏内部的分隔。应对措施：(1) 联合模型及动画讲解；(2) 联系生活，用生活中的实例做比较。 

2.3. 学情分析 

教学对象：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第一学年第二学期。 
共性特征：目前的学生多为 00 后的孩子，接受知识的方式不再拘泥于课堂及书本，并且他们有自己

独特的思维方式，自学和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强。所以可以综合利用各种渠道丰富同学们的知识学习途

径。 
知识基础：本门课程属于医学基础专业课，在大学第一学年中接触到的医学课程不多，学生的医学

基础知识薄弱。因此，本门课程的教师一定要起很好的引导和启发作用，提高学生对医学知识的兴趣，

增加学习热情。 

3. 教学实施过程 

教学实施环节分为课前准备、课堂讲授与实践、课后拓展三个环节。 

3.1. 课前准备 

3.1.1. 理论讲授内容的准备 
教师通过教研室集体备课确定本章节讲授的教学内容及时间分配。 
教学内容为原始心血管系统的建立、心的发生、弓动脉的演变、胎儿血液循环和出生后血液循环的

变化、心血管系统的常见先天畸形。在讲授思政内容方面深入挖掘科学家精神。著名实验胚胎学创始人

童第周在比利时留学时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完成了教授及其助手都不能完成的实验——剥离青蛙卵子

外膜，并在法国海滨实验室顺利完成海鞘卵子外膜剥离实验，令国际同行钦佩。除了在科学界的卓越贡

献外，童第周还是一个心系祖国的爱国科学家。解放前期，耶鲁大学曾高薪挽留，希望童第周能留在耶

鲁大学任教，童第周严词拒绝，克服重重阻力，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前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到了国立山东

大学。而他的后半生致力于海洋生物的研究及海洋保护，在胚胎遗传研究和细胞核移植方面做出了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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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 
理论讲授内容为 2 学时共 80 分钟，其中课程导入 10 分钟、原始心血管系统的建立 10 分钟、心脏外

形的建立 10 分钟，心脏内部分隔 25 分钟，弓动脉的演变 5 分钟，胎儿血液循环和出生后血液循环的变

化 10 分钟，心血管系统的常见先天畸形 10 分钟。 

3.1.2. 实践内容的准备 
鸡蛋：采购于宁夏晓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器械：照蛋灯、镊子、一次性培养皿，手套。提前 72~96

小时将鸡蛋气室侧朝上放于孵化箱中，设定温度 37℃，湿度 60%~70%。 
创新性实验内容 1 学时共 40 分钟，包括实验讲解和实操。 

3.2. 课堂教学 

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兴趣，本堂课将教学环节设置为温故知新、知识整合、手脑并用三个

部分。 
(1) 温故知新：播放视频《baby 从受精到出生全过程》，回顾生命的诞生。通过交流讨论及总结，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复习了胚胎发育过程中的三个阶段。接着，利用模式图复习胚胎学总论中的受

精、植入、二胚层胚盘和三胚层胚盘的形成，将复习内容停留在胚胎中胚层上。 
(2) 知识整合：以胚外中胚层为起点，结合动画讲述原始心血管系统的发生；以人体系统解剖学知识

对比，将心脏的发生进行拟合。通过结合手势动作来模拟心脏外形的演变，既能增加课堂的互动性与趣

味性，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强化重点，也便于学生理解与记忆。为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先天性

畸形，在学习完心脏内部分隔的每一个小节后都加入相对应的先天性畸形。如观看完动脉干与心球嵴的

分隔后提问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法洛四联症？并进行小组讨论。请学生代表进行发言，提高团队协作能力，

也锻炼学生总结表达能力，最后教师进行总结。 
(3) 手脑并用：为使学生理解心血管系统在胚胎发育阶段的发生时间早、行使功能早这一特征，将学

生分组分发创新性实验材料，包括提前 5 天孵育的受精鸡蛋、照蛋灯、镊子、培养皿、手套。指导学生

使用照蛋灯判断气室位置，轻轻敲破蛋壳的气室端，用镊子分离气室端蛋壳和蛋壳内膜，寻找原始心脏

的位置和原始心血管系统建立的形态，并观察鸡胚中心脏的搏动(图 1)。在实验结束后按照生物安全处理

原则将实验用品及动物组织全部分类处理。 
 

 
Figure 1. Chicken embryos incubated for 5 day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imitive cardiovascular system and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heart can be observed 
图 1. 孵育 5 天的鸡胚。可观察到原始心血管系统的建立和心脏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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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课堂总结：通过观看英文视频《The development of heart》和《The development of the vascular system》

梳理本节课知识点，强调重点难点。 

3.3. 课后拓展 

让学生以思维导图的形式总结本节课重点，在规定时间内上传至宁夏医科大学混合式教学平台，并

完成课后测验。 

4. 教学效果评价 

4.1. 随机访谈 

课后随机对学生进行访谈，了解学生对课程思政背景下创新性实验的课堂满意度。结果发现受访同

学对这种授课方式较为满意，主要体现在调动全体同学的学习兴趣，主动参与到课堂互动中来。这种授

课方式不仅能让同学们更直观地感受的生命起源的神奇，对课堂知识的理解起到有利的辅助作用，还能

提高同学们的动手能力，进行科研启蒙。让医学这一需要学生动手又动脑的学科特点在课堂上体现的淋

漓尽致。 

4.2. 调查问卷 

针对本堂课的教学效果，向宁夏医科大学 2023 级临床 5 班和 7 班发放 97 份调查问卷，共收回 93
份，其中有效问卷 93 份，学生总体满意度为 95.68%。绝大多数学生认为通过创新性实验能提高学习兴

趣，对学习书本中的专业知识起到了良好的辅助作用，并且提升同学们对科研的兴趣和探索精神。问卷

结果见表 1。 
 
Table 1. Teaching effect evaluation table (n = 93, %) 
表 1. 教学效果评价表(n = 93, %) 

调查项目 非常好 好 一般 差 非常差 

创新性实验对提高学习兴趣 82..8 11.83 4.3 1.08 0 

创新性实验对提升动手能力 81.72 13.98 2.15 1.08 1.08 

创新性实验对培养科学探索精神 84.95 10.75 3.23 1.08 0 

创新性实验对培养敬畏生命的人文情怀 80.65 13.98 4.3 1.08 0 

对创新性实验的总体评价 81.72 13.96 3.23 1.08 0 

5. 反思与总结 

医学教育知识教授是帮助学生搭建完整的科学体系，而思政内容和创新性实验的融入是引导学生建

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道德。医学基础课程理论性强、操作要求高，前期课程中学生出于对本门课程的

新鲜感，课堂学习氛围较好，随着后期课程难度增加，内容逐渐抽象，使得部分学生出现学习困难的情

况。另外，传统课堂讲授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够，学生被动接受知识，接受程度因人而异。本堂课以《心血

管系统的发生》为例，将科学家的探索精神和鸡胚孵育实验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对课程内容进行调整和

优化，同时加强立德树人的教育的理念，改变传统教学的单调乏味，增强了课堂的互动性和趣味性。 
在医学教育中建立积极有效的教育方法，培养学习情绪，增强学习意愿，才能真正在学习中获益，

体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因此探索课程思政的教育方法和教育环境是每位高校教师需要深入思考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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